
作者简介!马书明#男#副主任医师#本科#主要从事神经外科方面的临床工作*

!

&

!

通讯作者#

3#8GJB

!

..=%*5.))

%ff

+M?8

*

!论
!

著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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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摘要#

!

目的
!

探讨康复理疗干预对脑卒中后遗症期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%方法
!

选取
),$*

年
=

月至
),$=

年
*

月初次发生脑卒中并于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'江北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治疗后回到家庭的患者
.,

例!随机分

为对照组和观察组!每组各
*,

例!对照组给予一般家庭护理!观察组在一般家庭护理的基础上给予康复理疗干预!

比较
)

组患者干预后
*

(

.

个月患肢运动功能评定
VH

7

B#X@

'

@C

量表"

VX/

$(改良
9GCDE@B

指数"

X9!

$的差异%结果

实施康复理疗干预
.

个月后!观察组
VX/

(

X9!

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!差异有统计学意义"

B

%

,+,-

$%结论
!

出院

患者的康复理疗干预能有效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%

"关键词#

!

康复理疗#

!

脑卒中后遗症#

!

生存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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脑卒中属于急性脑血管疾病#起病急)病情进展迅速)极短

时间内可造成局部或弥漫性的脑功能障碍#是引起我国中老年

人群致残或死亡的重要疾病之一+

$

,

*近年来#由于医疗水平的

不断提高#脑卒中的病死率有所下降#但卒中后的致残率仍然

高达
%.+-T

+

)

,

*由于我国医疗资源紧张#医保报销政策限制

了患者住院时间#同时医院为提高服务效能而缩短了住院时

间#故大多数脑卒中患者在医院度过急性期后#待病情稳定后

回归家庭+

*#=

,

*而一般家庭由于缺少医学知识与康复理念#且

患者缺乏主动训练的意识与积极性#对于肢体的不协调#大多

数患者和家属都寄希望于0自然恢复1#从而使很多具有恢复潜

力的患者终身残疾#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*本研究选

取
),$*

年
=

月至
),$=

年
*

月发生脑卒中并于重庆市红十字

会医院"江北区人民医院急性期治疗后回到家庭的患者
.,

例#

对其中的
*,

例实施康复理疗干预措施#另
*,

例作为对照组#

比较
)

组的生存质量#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*

$

!

资料与方法

$+$

!

一般资料
!

选取
),$*

年
=

月至
),$=

年
*

月重庆市红十

字会医院"江北区人民医院急性期住院治疗后留下后遗症的脑

卒中患者
.,

例#其中男
*-

例#女
)-

例#年龄
=-

'

%,

岁#平均

$

-%+-\.+)

&岁*文化程度!小学及以下
)%

例#初中
)*

例#高

中及以上
5

例*采用随机对照试验#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#每

组各
*,

例#

)

组患者在文化程度)病史)病程)年龄)性别及职

业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$

B

#

,+,-

&#具有可比性*

$+/

!

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
!

选择符合下列标准的脑卒中患者

.,

例*以全国第四次脑血管疾病会议通过的2各类脑血管疾

病诊断要点及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3为

诊断标准#并经头颅计算机断层扫描$

&>

&或核磁共振$

XW!

&

确诊#且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+

-

,

*纳入标准!脑梗死或者脑出

血度过急性期后#遗留肢体功能障碍的患者#年龄
=-

'

%,

岁#

无意识障碍#可完成动作或者语言指令#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*

排除标准!严重心血管疾病)肝肾功能不全)恶性肿瘤)意识障

碍)呼吸衰竭等危重疾病患者以及外地无法随访者*

$+'

!

方法
!

对患者采用
VH

7

B#X@

'

@C

量表$

VX/

&)改良
9GC#

DE@B

指数$

X9!

&方法#在开始康复时)

*

个月)

.

个月时对肢体

-

=%*)

-

检验医学与临床
),$-

年
%

月第
$)

卷第
$.

期
!

"GQX@2&BJK

!

/H

7

H(D),$-

!

Y?B+$)

!

Z?+$.



康复程度进行评定+

.#1

,

*比较
)

组患者理疗干预首次)

*

个月)

.

个月的
VX/

和
X9!

*

)

组患者均遵医嘱服药#对照组给予

一般家庭护理#观察组则在一般家庭护理的基础上#每周一次

定期入院给予脑卒中后遗症期的康复理疗#重在指导患者及家

属理疗方法和监测患者的康复进度*根据患者自身的情况#尽

量鼓励患者运用患肢完成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训练#如!刷牙)

洗脸)梳头)吃饭)喝水)穿衣裤鞋袜等动作#可嘱咐家属根据患

者实际情况制作一些简易家庭支具或辅助器具#辅助患者完成

日常生活*鼓励患者经常进行主动训练#对可以活动的部位都

要保持活动#进行训练*充分伸展手肘)如用力抓握%足趾伸屈

活动)踝用力背屈%教会患者并用健腿带动患腿上下活动#把健

肢放在患肢下面#沿着患肢小腿缓慢向下滑动至踝部*还可与

患者堆积木)玩魔方)下五子棋#既训练患者的精细动作#又训

练思维*

$+1

!

统计学处理
!

采用
4[44$1+,

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

学分析#计量资料采用
1\'

表示#组间比较采用
6

检验*以

!

<,+,-

为检验水准#

B

%

,+,-

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*

/

!

结
!!

果

实施康复理疗干预
.

个月后#观察组
VX/

)

X9!

评分明显

优于对照组#差异有统计学意义$

B

%

,+,-

&*见表
$

*

表
$

!

)

组患者
VX/

和
X9!

评分比较%

1\'

'分&

组别
%

首次

VX/ X9!

*

个月后

VX/ X9!

.

个月后

VX/ X9!

对照组
*, $$+=.\-+%% $,+-%\*+.5 $=+.=\*+1. $$+-=\-+5- $%+*1\-+)5 $-+5.\%+.-

试验组
*, $,+)5\=+-5 $)+.1\1+=- $%+,*\1+=% $)+%5\)+.* )$+1.\5+-=

"

$*+1=\%+*.

"

!!

注!与对照组比较#

"

B

%

,+,-

*

'

!

讨
!!

论

实施康复理疗干预
.

个月后#观察组
VX/

)

X9!

评分明显

优于对照组#差异有统计学意义$

B

%

,+,-

&*脑卒中患者康复

理疗需要通过医务工作者)本人及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#以促

进脑卒中患者的肢体康复及功能恢复等*脑卒中是神经系统

的常见病及高发病#具有高病死率及致残率等特点#卒中后患

者遗留有瘫痪)失语等残疾仍然高达
%.+-T

*患者生活质量

的提高必须进行有效的康复治疗*观察组评定优于对照组#差

异有统计学意义#说明康复理疗干预对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效果

明显*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减退#直接影响其劳动)社会和日

常活动等各方面能力#且脑卒中患者医疗费用昂贵#经济压力

巨大#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直接对患者日常生活能力)心理健康

以及神经功能恢复产生不利影响#生活质量降低*所以尽早进

行康复理疗干预#并取得患者配合)家属的信任直接关系到患

者生活质量的提高*脑卒中患者后期坚持康复训练能够最大

限度地恢复或改善已经受损的功能#然而多数患者都不能持之

以恒+

%

,

*通过患者的配合)家属的参与)医务工作者的指导#相

互信任与促进#自主性)持久性)针对性地实施康复训练计划#

对改善脑卒中后遗症期患者的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*脑卒

中后遗症的恢复取决于患者的训练和毅力#脑卒中患者绝大多

数为年龄偏大)思维差)甚至反应迟缓)痴呆的老年人#操作很

不配合)难于掌握康复训练的技巧#经过医务工作者培训的家

属要耐心帮助患者训练#训练时如有患者出现气馁#甚至中途

放弃训练的情况#医务工作者及家属要进行有效的鼓励)帮助

和督促#让患者感受到自身价值的存在#增强患者自信心及自

我责任感*形成脑卒中后遗症期患者的定期医院
#

家庭理疗模

式#能够有效节约医疗资源#督促患者坚持自我康复训练#最大

限度地提高患者的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*相关研究指出#脑卒

中首次发作后的半年是脑卒中再发的危险时间#与本研究所提

示的医院定期康复理疗干预
.

个月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生活质

量这一结果符合#说明医院定期实施康复干预对脑卒中后遗症

期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有效的+

5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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